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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盆地西沿的大渡河峡谷驱车翻
越高耸的拖乌山，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眼
前，公路两边迤逦绵延的山谷、麦田、菜地、
果园恣意展示着斑斓的春色，河水在午后明
亮的阳光照耀下，像极了流淌的金子。

这就是安宁河谷，仅次于成都平原的四
川第二大平原。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脱贫攻坚进入最后的
阶段，记者近日来到这片长期被大凉山贫困
所遮蔽的富饶土地上，从另一个角度寻找被
称为中国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凉
山在后扶贫时代转型发展的答案。

大凉山下有条富饶的河

纵贯凉山州中部的安宁河发源于冕宁县
境内小相岭，流经西昌市、德昌县后，在攀枝
花市的米易县汇入雅砻江，形成全长 332公
里的串珠状盆地，大致在海拔 1100 米至
1800 米、北纬 26 度至 29 度间，流域面积
11065平方公里。

近年来，安宁河谷以阳光养生走廊而声
名鹊起。

这是因为宽阔的河谷里孕育着特殊的自
然禀赋，温度、空气湿度、海拔高度、农作物优
产度、空气洁净度和森林覆盖度“六度皆宜”！

这里日照充足，冬暖夏爽。进入冬季，受
阴霾所困而追寻阳光的人们纷至沓来。春节
前后，不少成都人更是举家而至，西昌和米易
等地游人爆满。

这里四季瓜果不断，鲜花繁茂。高原季风
气候形成了热带、亚热带、温带水果轮番上市
的热闹景象。而在河岸边、街道旁，火红的攀
枝花、刺桐花，蓝紫的蓝花楹，还有随处可见
的三角梅，令人心醉。

“1 月草莓，2 月枇杷，3 月桑葚，4、5 月
樱桃，6、7 月葡萄和桃，7、8 月李子和梨，9
月芒果，10 月石榴，11 月苹果，12 月脐橙。”
凉山州农业农村局果树站站长钟川如数家
珍。而在河谷南部的德昌、米易等地，莲雾、火
龙果、凤梨、释迦等热带水果也能成片看到。

当记者在安宁河上游的冕宁县复兴镇建
设村品尝成熟而甜蜜的枇杷时，成都平原上
的枇杷还十分青涩。这个 6 年前把 1300 万元
现金垒成墙进行年终分红的网红村，如今忙
着发展乡村旅游。

这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在西昌
市西乡乡群乐村，有通生农业公司 1000 亩葡
萄种植基地。2012 年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在
群乐村租了土地，引进种植克伦生葡萄。

负责技术的罗勇说，河谷地带的季风、光
照、温度、温差、干燥程度，都恰到好处地适合
这个品种，使它的颜色、甜度和产量都趋最
佳。克伦生现在是西昌市最主要的葡萄品种，
种植面积超过 10 万亩，每亩产值高的上了
10 万元，一般都在四五万元。

而整个安宁河流域形成一定种植规模的特
色果蔬还有 50 万亩芒果、45 万亩石榴、10 万
亩枇杷、8 万亩洋葱、5 万亩桑葚等。其中凉山
州内，河谷果蔬面积约占全州果蔬面积 70%。

安宁河谷有今天，离不开国家、省、州
(市)实施的安宁河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1999-2006 年)和跨越式发展规划(2010-
2020 年)的支撑。通过兴修水利基础设施，改
良中低产田，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项目
区的果蔬、畜牧生产率、商品化程度都得到了
明显提升。

以安宁河源头的大桥水库为枢纽的灌区
工程持续改善着安宁河流域的生产条件，特别
是满足了河谷少雨干暖的冬半年的用水需求。

大桥水电公司负责人胡保生介绍，灌区
一期引水工程左干渠在 2016 年竣工，流经冕
宁、喜德、西昌三个县市，全长 120公里，受益
面积 50 . 76 万亩；二期工程右干渠已开始全

面启动，将新建渠道 179公里，设计灌溉面积
45 . 85 万亩。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持续改进的基础设
施，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资本和技术前来参与农
业开发。如今，外来商家成为带动当地产业发
展的重要力量，土地租金高达每亩三四千元。

走进北京军建集团投资建设的西昌礼州
镇花卉基地，一批红掌花正装箱运往成都和
昆明，30 个大棚里成片的红掌、马蹄莲、月季
等 10 多种盆花竞相盛开，这些花卉远销各
地，去年盈利近 2000 万元。

农、文、旅一体发展显露了安宁河谷和凉
山十分巨大的资源组合优势。以西昌为中心
的凉山旅游业蓬勃兴起，成为凉山州的首位
产业，2018 年接待游客 4000 多万人次，相当
于全州总人口的 8 倍。

从藏彝走廊到立体经济长廊

上溯历史，安宁河谷堪称四川最早的农
业开发区之一。考古工作者近年内已在这一
区域发现了 20 多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2014 年发掘的西昌佑君镇沙坪寨遗址，经碳
14 同位素测定，最早年代距今 4800 余年。

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唐亮介绍，许多遗址
内出土的石刀上都有钻孔和刮痕，表明其可
能作为收割工具，收割稻草或其它草本植物。

四五千年前，当成都平原还是遍地水泽、
水患不断的时候，安宁河边的台地上就迎来
了由北向南迁徙的先民。

根据分子人类学对基因组谱的测定，他
们是来自黄河上游的氐羌人。受古气候小冰
期的影响，黄河上游一部分古代先民循着横
断山河谷向南迁徙，由此开始长时期的人口
迁徙交融，被当代学界称为“藏彝走廊”。

安宁河谷无疑是藏彝走廊里的精华地
段。全中国目前只在安宁河谷发现的战国至
东汉间的大石墓，表明了这里曾经人口繁密、
生产发达。

记者在德昌县境内安宁河支流茨达河畔
的一处坡地上目睹了大石墓的真容：两排大
石竖立围成长方形墓室，上方并排数列巨石
盖顶。

“这种保存较完整的大石墓在安宁河谷
已发现 240 余座，每块自然巨石重量在几吨
到几十吨间，没有相当的人力物力显然是无
法完成搬运、垒砌的。”唐亮感慨道。

如果说古代先民只是为安宁河谷的水土
条件所吸引，那么，现在的安宁河谷已成为立
体式的经济长廊。

地下是罕见的“聚宝盆”，已探明保有储
量较大的 60 余种矿藏中，钒钛磁铁矿 40 亿
吨，轻稀土氧化物 217 万吨，铜 142 万吨，铅
锌 400 万吨。

已经实施 6 年的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
试验区，就是以提升这些宝贵资源的综合利
用水平为目的而设立的。

在攀钢西昌钢钒公司热轧车间，记者看
到长长的传送带上，一块约 10 多米长、全身
通红的板坯，历经初轧、精轧、热处理等工序，
像压面条一样被压成薄板，再被卷成一卷长
达 2000 多米、厚度仅为 5 . 5 毫米的锃亮板
材，整个过程也就四五分钟。

公司党委书记谭克建介绍说，投产不久
的这家企业使用当地钒钛磁铁矿，已生产出
精品汽车用钢、高端家电用钢、高级别管线
钢、清洁钒、钛板等五大系列产品，2018 年实
现产值 220 亿元，利税 28 亿元，拉动凉山州
上下游企业产值上百亿元。

曾一度乱采滥挖严重的冕宁牦牛坪稀
土矿山，现已被整合建设成一座开采、洗选
规范有序的现代化绿色矿山。在冕宁稀土
经济开发区，记者参观了四川江铜稀土公
司镨钕金属、钕铁硼薄片和在建的稀土永
磁体车间。这个园区已入驻 20 多户应用加
工企业，基本形成五条稀土产业链条，预计
2019 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40 亿元以上。

安宁河谷的风也具备巨大的经济价
值。从西昌市的黄联关镇沿京昆高速向南
进入德昌县境内，只见两百多台风力发电
机高高矗立，给河谷平原平添一道具有现
代气息的壮美景致。

2015 年，国内发电设备龙头企业东方
电气集团在德昌县设厂，相关配套企业纷
纷入驻，形成了一条集风力开发、装备制
造、运输维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而隶属于
中电建的德昌风电公司已在安宁河峡谷建
成 20 . 2 万千瓦的风电场，正在建设的山
地风电场规划装机 61 . 6 万千瓦。

风电加上水电资源，凉山是名副其实
的中国清洁能源基地。分别位于会东县和
宁南县的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装机容量
均在千万千瓦以上，而整个凉山州水能资
源蕴藏总量达到 7100 万千瓦，可开发量达
6387 万千瓦，相当于三个“三峡水电站”。

国家在雅砻江、金沙江、大渡河“三江”
干流上规划装机容量 100 万千瓦至 1000
万千瓦以上的巨型水电站 24座，在凉山就
有 10座。目前已建成水电装机 2500 多万
千瓦，在建 3000 多万千瓦。

随着一批大有前途的支柱产业崛起，
安宁河流域作为四川省一条独具特色的重
要经济走廊脱颖而出。

转动凉山腾飞的关钥，解

决“富饶的贫困”

但是，凉山州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富饶
与贫困并存，限制着河谷进一步发展。

安宁河流域“五县一市”(冕宁县、德昌
县、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和西昌市)在全
州 17 个县市的占比分别是：面积 31 . 2%，
人口 45 . 13%，经济总量 72 . 7%。

而河谷以外的 11 个山区县却是深度
贫困区。高山和贫困犹如孪生兄弟那样难
以分离。

1978 年撤西昌专区、并入凉山彝族自
治州时，就有让安宁河流域带动整个区域
发展的初衷，但 40 年过去了，“两张皮”现
象依然严重。

如今，安宁河流域已形成的优势让这
一愿景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

“在凉山精准扶贫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
的基础上，‘一盘棋’审视山上山下资源、规划
山上山下联动，原来的深度贫困县就不是包
袱了，反而变为发展的优势。”四川省政协副
主席、凉山州委书记林书成告诉记者。

据介绍，凉山 11 个深贫县有高半山草
场 2300 多万亩，通过有计划改良，可以发
展成无污染的高山优质牧草基地，配合低
繁高育，形成替代进口的优质畜产品基地。
全州还已种植 1200 多万亩核桃林和 360
多万亩花椒林，为河谷地区加工业扩大规
模、延长链条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马铃薯和苦荞两种凉山高半
山的优质产品，已经与河谷地带的研发中
心、数十家加工企业连到了一起，形成带动
贫困县农户脱贫奔小康的优势产业。

而大山深处的不少彝族同胞更是用脚
投出了希望山下带动发展的票。

记者在安宁河谷一线采访中多次遇到从
山上自发搬迁下来嵌入当地农村居住的农
户。西昌市的一位机关干部告诉记者，站在他
家的阳台上，就能望见山脚下高枧乡张林村
彝族自主搬迁户零零散散的房子和被开荒毁
坏的山林。他说，“他们给西昌的产业发展充
实了劳动力，但也带来了环境和管理问题。”

据了解，近 10 多年来，为了得到更好的
生活条件和子女受教育条件，自发自主从凉
山 11 个山区深贫县迁入安宁河谷的彝族农
户不下 20 万人。他们以私下协议从当地村
民手中购买田地和荒坡地，甚至自行开荒建
造住宅。当地政府近两年积极引导解决这些
自发移民的生产生活和孩子入学问题，但一
系列安置难题的化解依然需要时间。

这些问题反证了进一步做好山下文章、
提高河谷地带城、镇、村吸纳人口能力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

位于安宁河谷腹地的凉山州政府所在
地西昌市，近年来多业并举强势追赶，在邛
海湿地得到大力保护的同时，GDP 突破 500
亿元，成功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常
住人口增长近一倍，达到 95 万。

“西昌的骨架刚刚撑开，未来发展的空间
依然很大！”市委书记李俊信心满满地说。

凉山州同时已规划沿安宁河谷开展河
湖公园建设，其中包含 21 个特色小镇和 40
个美丽乡村，以进一步释放河谷平原的增长
带动作用。

城镇最能有效地集约利用土地，凉山州
目前的城镇化率仅约 35%。凉山州多位干部
向记者表示，推动安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就
能带动全州的高质量脱贫，其中的重中之重
是高质量推动城镇化建设，但发展中暴露出
了凉山州目前州辖市(县)行政体制的弊端。

虽然安宁河流域各县市发展很快，但优
势资源的市场竞争各自为政，产业布局同质
化严重。他们认为把州管县(市)调整为局部
州管区，即把西昌市、冕宁县、德昌县改为区，
三地实现同城化发展，同时设立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区，确保工业的同城化，就可改变产
业布局雷同的现状，形成各自优势整体联动。

这样，安宁河谷的城市格局将会为之一
变，形成 200 万左右人口的区域中心城市。

制约安宁河流域发挥更大带动作用的
另一个要素是电价问题。极其丰富的水电风
电资源和矿产资源，决定电矿结合是凉山经
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同时发展电解氢、大数
据等高新产业也前途远大。但奇怪的是，凉
山用电量特别小，去年全州用电量 126 . 43
亿度，只相当于一个 100 万千瓦的水电装机
发电量。

“凉山电价太高了，一般工业用电每度电
价在 0 . 6 元至 0 . 7 元之间，工业、农业的加
工和冷链都受影响。”凉山州委常委、州国资
委主任陈文说，“借鉴临近的云南省华坪县、
本省的宜宾市屏山县经验，安排供电专线，
解决电价问题，凉山全盘皆活！”

推动安宁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凉山的干
部还建议进一步打通依然相对落后的交通
瓶颈。在目前高速公路建设如火如荼、成昆
铁路复线即将建成的基础上，争取建设西昌
至宜宾高速铁路，加快开展有关支线机场和
通用机场的建设。

安宁河就像一把钥匙，穿插在攀西高原
的群山中，只要稍加施力转动它，就能打开
凉山州通向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仅次于成都平原的四川第二大平原，长期被大凉山的贫困遮蔽

转动安宁河这把“金钥匙”

就能打开凉山奔富之“门”

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6 日电(记者
杨喆)我国版图最北端，大兴安岭深
处，黑龙江干流从黑龙江省漠河市北
极镇洛古河村流过，犹如一条玉带，
依次串起了洛古河村、北极村、北红
村。

地处“最北”，这三个村庄里的村
民曾过着没有自来水，靠柴油机限时
供电的日子。如今，来到这里的人们，
常常高呼“找到北了”，不仅是找到了
地理方位的“北”，更是找到了前进的
方向。依托“最北”的独特资源，三个村
庄也在找寻着乡村振兴的“北”。

“四代马”，见证“最北

村庄”变迁

70 岁的北极村村民孙洪柱，如
今三世同堂，而家里的一匹马，已经
是第四代了。

“过去上山‘赶套子’的，得是好劳
力才行。”在自家院子里，孙洪柱一边
喂着马，一边回忆起赶马车上山拉木
头的日子。

采木头只能在冬季进行，山上搭
个简易棚子，人住在棚子里，铺下满
是冰雪——— 这是最北三个村庄许多
“老把式”的共同记忆。

在北红村，没有自来水、限时供
电的日子，村民张福顺记忆犹新：“全
村就靠一个柴油机发电，每天只有四
个多小时供电，只有过年才全天供
电。”

多少年来，“靠山吃山”是“最北村
庄”人们的生活准则。随着林区停伐，
这里的人们开始寻找转型的路。

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

大森林、大界江、大冰雪，这些当
地人以前所忽略的、成为众多游客前
来“找北”的目标。

“头两代马上山‘赶套子’，后两代
下山‘拉爬犁’。”孙洪柱说，自打村里发
展起旅游业，自己开起了家庭宾馆，
“马拉爬犁”成为许多游客喜爱的旅游
项目，一个马爬犁一冬的收入可达一
万元左右。早已不上山的马，有了新
用途。

如今走在三个村庄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家庭旅馆、农家乐
等。许多像孙洪柱一样的采伐者，成了农家乐的经营者。

“以前我们是靠着山上的木头，现在我们就靠这山的景色，
木头能砍没，景是看不没的。”北极村村民李希江说，去年依靠家
庭宾馆，他家的收入超过了十万元。

“最北”资源，指引振兴之路

“最晚挂上去的一幅是在 1983 年。”在位于北极村的
“最北供销社”，经营者丛秉武指着墙上年代感十足的广告
画说。

这座“最北供销社”坐落于北极村的核心地带，架不住众多
游客的询问，丛秉武找出了早已不用的旧算盘、秤等摆到了柜台
上，供游客拍照。

虽都处于我国最北端，但三个“最北村庄”特点不一。洛古河
村，有着百年村庄的原生态景观；北极村，是“最北”元素的集聚
地；北红村，独具俄罗斯民族风情……

冬季的雪圈、冬捕，夏季的游艇、民俗表演……“最北村庄”
不断探索着更加丰富的旅游项目，古老村落也在开放过程中与
外部世界悄然“碰撞”。

“点上些香油，汤更有滋味。”一边说，洛古河村家庭宾馆经
营者于乐水向刚做好的一锅汤里倒上香油，端上了客人的桌。

如今的娴熟，来自经营路上的不断学习总结。
“最开始啥也不懂。”于乐水说，有南方来的客人，口味较清

淡，菜怎么做人家都说咸，“后来我干脆不放盐了，人家说正
好。”

面对逐渐兴起的旅游市场，如何规范经营，赢得游客信任？
在“最北村庄”，家庭旅馆协会、马爬犁协会等村民自治的行业协
会承担起了责任。

在洛古河村的一处广场，停放着数台游艇。“以前恶性竞争，
市场混乱。现在有了协会，市场规范了，游客体验更好，村民的收
入也增加了。”村游艇协会负责人朱艳萍说。

全面振兴，他们有更多期盼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

创新基层党建，引领着“最北村庄”的振兴之路。北极村的漠
河北极冰雪马爬犁农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高威说，合作社
现有党员四名，服务全村的马爬犁经营工作。

而在北极村的“党员驿站”里，每名前来旅游的游客登记后
都可得到一个徽章，上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字样十分
醒目。

“最北村庄”的日新月异也在吸引着更多的人才回乡。在北
红村，山东大学在读博士生冉凡胜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宾馆。

“我从最开始的两个炕，发展到有 20 多个房间了。”冉凡胜
说，他计划在毕业后先回村经营好宾馆，并带动村民一同致
富。

在北极村宾馆经营者丁莉娟看来，家乡最大的变化还是人
的变化。“人们的淳朴劲儿没变，但更有精气神儿了。”丁莉娟
说。

这股子“精气神儿”也在洛古河村的广场上延续着。“我们现
在跳广场舞比人家上班都准时。”村民刘艳敏半开玩笑地说，“以
前哪有这个心思，现在生活改善了，我们也想找找乐了。”

面对未来，“最北村庄”里的人们有着更多期待。
“我打算搞个采摘的项目，让游客都能品尝最天然的瓜果蔬

菜。”北红村致富带头人赵锦红说。
“我希望村里能有个正规的菜市场，经营宾馆能更方便。”洛

古河村村民于乐水说。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好青山绿水，这是我们吸引人的根本。”

北极村村民李希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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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安宁河谷的盆地。 宋明摄

安宁河谷是仅次于成都

平原的四川第二大平原

这片长期被大凉山贫困

所遮蔽的富饶土地，拥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禀赋，发展潜力巨

大。近年来，通过大力发展种

植、旅游、工矿、风电、水电等

产业，安宁河谷已发展成为立

体式的经济长廊

安宁河就像一把钥匙，穿

插在攀西高原的群山中，只要

稍加施力转动它，就能打开凉

山州通向高质量发展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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